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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浦口有家老式照相馆
网友赞手工魅力无可取代

提起老式照相馆，似乎已经淹没在岁月深处。但近日，西祠网友
发现，南京浦口左所大街上竟然还有一家依然在营业的“大众照相
馆”。60岁的老式木座机、手动的快门线引发了不少网友的怀旧情
结，“翻开小时候的相簿，都是在这样的照相馆里拍出来的啊！”

! ! ! !本报讯（记者 梅璎迪）宁波“三江六岸”
品质提升工程滨江休闲带今年将进入全面建
设期。以“水岸记忆三江口”为主题岸线的滨
江休闲带将以三条江作为游览主线，以“休闲
余姚江”“活力奉化江”“时尚甬江”为三大主
题区，把现在三江的景点连点成片。

据介绍，“水岸记忆三江口”主题岸线
景观总面积超过 ! 万平方米，沿线穿越老
教堂的疏林草坪、丝路广场的缀花草甸、甬
商文化广场的牌楼。在这条岸线上，游客可

以临江远眺、畅游树影花海、驻足静思怀
古。“休闲余姚江”“活力奉化江”“时尚甬
江”则将根据三江不同定位，分别在沿岸修
建各类休闲设施，在“三江六岸”的游览中，
游客不仅能漫步于花溪走廊的景观绿道
中，也能享受到老外滩的时尚气质。据悉，
“三江六岸”滨江休闲带启动段姚江大桥至
解放桥目前已建成开放，全长 "#!公里，滨
江步行、健身慢跑和滨江骑游三大慢行系
统已建成。

把姚江甬江奉化江景点连成片

宁波打造“三江六岸”滨江休闲带

! ! ! !本报讯 （记者 张智颖 通讯员 许文清 洪旷
达）日前，中国工艺美术协会正式授予苏州市吴中
区光福镇“中国工艺雕刻之乡”称号，这是光福镇继
"$%%年摘得“中国花木之乡”桂冠后再次荣获的“国
字号”殊荣。
苏州光福镇位于烟波浩渺的太湖之滨，山水风

光秀美、人文积淀深厚，是国务院公布的太湖风景名
胜区 %&个景区之一。接太湖山水灵气，受 "!''年吴
文化浸润，光福成为玉雕、核雕、红木雕、佛雕等“苏
作”、“苏工”的重要发源地之一。其中，光福的核雕技
艺还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。

近年来，光福镇涌现出一批年轻的非遗项目传
承人，使得光福“苏作”、“苏工”后继有人，发扬光

大。光福“琴韵核雕工作室”创办人陆小琴便是其中
一位佼佼者。这位 %()*年出生的民间女工艺家，其
核雕作品以“精、细、奇、巧”而取胜，在行业圈内具
有相当的知名度。作品《核舟》是陆小琴的代表作，
在一颗小小的橄榄核中，雕刻的数十个人物栩栩如
生，舟上的每扇门窗都能开合自如。她的其他核雕
作品，如《千手观音》《金陵十二钗》《梁山伯与祝英
台》等，在全国各类工艺品评比中均脱颖而出。红木
雕刻家具更是“苏工”的代表，在光福镇“圣恩坊红
木家具陈列馆”，一件件精美的明式清式红木雕刻
家具，让人流连忘返。“圣恩坊”主人、高级工艺师周
雪英，她的作品“孙子兵法传世典藏本”红木书盒，
还被当成礼品送到联合国。

! ! ! !烟花三月下扬州。进入三月，古城扬州春风和煦，瘦西湖
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，吸引许多游人前来踏春赏景。图为游客
在瘦西湖景点游览 孟德龙 摄影报道

! ! ! !本报讯 苏州姑苏区旅游部门介绍，苏州观前
承德里的民国住宅建筑群，可能转变成为一条集
文商旅为一体的民国风貌街区，相关建设事项已
在酝酿中。

承德里是 %(&%年由庆泰钱庄叶振民及承德银
团筹资所建，现存 (幢二层建筑，&)个单元，占地
!)%!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)*)+平方米。该处建筑群曾

经作为知名画家张继馨先生寓所、民国《大江南报》
社址和中国银行苏州分行临时行址，是目前苏州地
区少有的、民国风貌保存完好的控保建筑遗迹。
目前，姑苏区已委托专业设计机构对该处建筑

群进行规划设计，初步计划将这里打造成一个富有
文化底蕴，集休闲、商业、文化旅游为主的都市休闲
商业区。 （王玲玲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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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光福镇获“中国工艺雕刻之乡”称号

姑苏承德里有望恢复民国风貌

网帖“曝光”老式照相馆
近日一位网友在西祠讨论版上发帖，记录了

他寻觅这家老照相馆的全过程。这家“大众照相
馆”坐落在南京浦口的一条老街上，照相师傅叫
王根林，出生在摄影世家，他的爷爷就是开照相
馆的，%(+'年传到他手上已经是第三代了。
记者根据网帖的指引，找到了这家照相馆，

王师傅从事照相技术有近 &'年了，在问到会不
会传承下去的时候，王师傅摇摇头，指着墙上儿
子的一幅照片既遗憾又无奈地告诉记者：“不会
了，到我这就结束了，我儿子现在在部队服役，现
在的年轻人怎么会对这种老式照相馆感兴趣？”
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照相器材的更新，老

式照相馆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。"''*年左右，大
众照相馆也开始使用数码设备以顺应发展潮流。
“尽管很多顾客会选择用数码拍，但机器跟手工
做出来的照片还是有一定的差别，比如质感，比
如真实性。就像木桶比现在的盆泡脚好一样，手
工有着不可取代的独特性。”

木座相机已然成古董
“这台‘文革’前上海美术工厂出的老式木座

机是王师傅的父亲留下的，距今已有五六十年历
史了，它可以拍摄 %寸到 +寸不等的照片。”王师
傅指着一台年代感十足的老式相机告诉记者，当
时的第一代身份证人像采集，就是用的这台木座
机拍摄的黑白一寸照片。“这种老式木座机上面
呈箱子状，里面有个小窗口可以看到倒立的影
像，‘箱子’下方的板子可以调节焦距，最下面是
带轮的三脚架，可以来回推来调节物距。”
王师傅告诉记者，老式相机的快门线非常有

趣，木座机的侧边有个很长的快门线，快门是一

个气吹状的东西，照相的时候先用大拇指堵住气
孔，然后用其余手指捏气吹中间即可。需要注意
的是用这种老式木座机照相时被摄者千万不能
动，一动人脸就“虚”了，照完照片之后要拿纸记
录编号以便分清谁是谁。然后拿到暗房里冲印底
片，再洗成照片。王师傅现在还会定期给这台老
式木座机做保养，去年有人出 %!''元买这个古
董，虽然它现在作用已经不大，一直放在角落里，
但他也没舍得卖给别人。

好像穿越到小时候
网帖中还展示了大众照相馆另一压箱

宝———老式 ,-技术“修底箱”.它是由木板做成

的一个三折箱子，如果被摄者脸上有痘印或是疤
痕，就可以用它来修容。在有光源的条件下，把底
片放在第二折中间的小孔位置，就可以清晰地看
到底片的影像，然后拿出铅笔来修饰照片。王师
傅告诉记者，这个工具也有一二十年没用过了，
一直放在架子的最深处。
“以前的照片都是黑白的，人工着色是在照

片洗印出来之后，再在上面涂上颜色。上色的材
料分为水彩和油彩两种，水彩有 %"和 %+色的，
用毛笔蘸各色颜料在照片上着色。油彩跟现在的
眼药膏般大小，分 %"和 "/色，用粗细不等的毛
衣针缠上脱脂棉，再蘸上各色颜料，在照片上慢
慢揉色。上水彩要先上色，然后再修复瑕疵，而上
油彩，就先修照片再上色。水彩显得通透、平滑，
油彩色实且表面有微粒，但油彩的色彩保存时间
比水彩的长。”王师傅拿出父亲生前着色的自己
照片，记者发现 *'年过去了，照片的色泽依然鲜
亮，比现在 ,-上色技术真实、细腻。
不少网友跟帖表示，这样的老照相馆满满都

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记忆，“感觉好像穿越到
小时候了，想不到这样的照相馆现在还在开！”还
有人晒出自己小时候拍的“国民照相馆”类型的
照片，傍着小木马、狮子狗，站在背景布前。而王
师傅的底片 ,-技术也引来不少人的惊叹，“想
不到在有电脑之前就有类似‘,-’的技术，还可
以给黑白上色，手工艺术的魅力真是如今也不可
取代的。” 闫汇芳 刘浏


